
从“政策很复杂，市场很
简单”到“政策很简单，市场很
复杂”，2014 年，楼市与“行政
化”调控方式渐行渐远。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现象
就是，行政色彩浓郁的限购
政 策 逐 步 退 出 部 分 城 市 。
限购的保留与取消，被业内
人士视为对 2014 年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的“分类调控”
的落实。

住房城乡建设部新闻发
言人倪虹明确表示：“用市
场的手段调控市场的问题，
这将是下一步调控的主要
方向和手段。”

部分受访专家表示，经济
“新常态”要求中高速增长，这
对于房地产而言是利好，可以
让市场慢慢去调节自己。在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下行挑战
的背景下，在坚持抑制投资投
机性需求外，更要注重满足居
民的合理住房需求。

2014 年下半年出台的一
系列政策对此均有所体现。
比如房贷新政策要求“对拥
有 1 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
房贷款的家庭，为改善居住
条件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通
商品住房，执行首套房贷款
政策。”住房公积金新规定中

要求推进异地贷款业务，公
积金贷款对象扩大至第二套
改善型自住房。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
所长刘洪玉说：“在抑制住房
投机需求的同时，支持和鼓励
使用需求，就能保持房地产业
的经济规模，对宏观经济稳定
增长作出贡献。”

专家还建议，在中国房地
产市场告别高速增长的“黄
金期”，房地产投资量、竣工
量和新开工量等各项重要指
标的峰值已经到来的情况
下，尤其要注重房地产泡沫
的抑制和防范。

10日出炉的物价数据，无疑
为市场颇为关注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留下几多期待：今年 1 月
至11月，CPI同比上涨2%。温和
可控的通胀水平为“新常态”下
的宏观调控留下更多空间。

不久前的11月22日，中国人
民银行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和存款基准利率。殷醒民分析，
央行此举也意味着中性稳健的

“新调控”的开始。在这样的宏观
调控之下，既不会出现高的通胀
率，也不会出现通货紧缩。

“一方面，货币政策意图在
于发挥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促
使实际利率回归合理水平，着力
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这一突出问
题；另一方面，此次利率调整采取
了非对称方式，进一步推进利率
市场化改革。”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说。

朱宁指出，中国经济的“新
常态”需要兼顾多重目标的“新
调控”。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到
位、产业转型升级完成，中国经
济将真正实现有质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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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CPI创60个月新低
为“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留出空间

国家统计局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
1.4%，涨幅创出自2009年11月份以来的新低。业内人士预计，未来我国通胀水平仍保持温和
可控，为“新常态”下的调控留出更多空间。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
计师余秋梅解读称，11 月份
CPI 环比下降，促使同比涨幅
比上月回落了0.2个百分点，这
主要是由于受天气、季节和国
际因素影响所对应的新涨价因
素的减少。

从天气因素看，11 月份平
均气温较往年偏高，较好的气候
条件有利于南方露地蔬菜的生
长和香蕉、柑橘等水果的采收，

市场供应相对充足，鲜菜和鲜果
价 格 环 比 分 别 下 降 1.6% 和
0.5%，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
0.06个百分点。

不过，天气对鲜菜价格的
影响呈现出地区性的特点：东
北、西北和华北地区鲜菜价格
环比以涨为主，而华东、中南和
西南地区鲜菜价格环比则以降
为主。

从季节性因素来看，11月

份部分地区进入旅游淡季，飞机
票、景点门票、旅行社收费和宾馆
住宿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6.0%、
4.5%、3.7%和 2.0%，合计影响
CPI环比下降0.08个百分点。

从国际因素看，国际原油价
格持续下跌，带动国内成品油价
格下降。11月份汽油和柴油价
格环比分别下降5.6%和5.9%，
合计影响CPI环比下降0.05个百
分点。

尽管 CPI 环比连续三个月
下降，但在余秋梅看来，随着气
温逐渐走低，预计 CPI 环比继续
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
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显示，21
种监测的全国蔬菜价格上涨明
显。寿光蔬菜指数中心分析师
王瑕分析，从监测数据来看，全
国超九成蔬菜价格上涨，随着天
气变冷，北方蔬菜的价格将进一
步提升。

近期价格有所下跌的“火箭
蛋”也很难出现真正的明显回
调：短期内鸡蛋供应趋紧格局难
改，随着元旦等节庆的临近，预
计后市蛋价下滑幅度有限，整体

蛋价在高位徘徊。根据上海农
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统
计，今年 11 月猪肉批发价格为
每公斤 17.85 元，较今年 10 月均
价低0.43元。一方面，消费需求
疲弱；另一方面，去产能化仍在
继续，预计猪肉价格则将呈现

“上不去、下不来”的胶着情景。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殷醒

民表示，随着冬季来临和前期消
化翘尾因素的减少，第四季度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此外，由于
当前我国经济仍处在成本上升阶
段，尤其是存在劳动力等要素供
给趋紧的结构性因素，资源性产
品价格也有待理顺，这些都是推
动中国物价上行的长期压力。

2014年，楼市变化速度，显
然超出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数
据，可谓一个直观的观察窗口。

一季度，70个大中城市，有
一半还处于环比温和上涨，然
而从5月份开始，房价环比下降
的城市个数持续增加，5 月 35
个，6月55个，7月64个，8月68
个，9月、10月均为69个。

不仅新建商品房如此，二
手房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也持
续增加，特别是到9月份，70个
大中城市的二手房价全部呈环
比下降态势。面对楼市种种变
化，不少业内人士感慨，中国房
地产行业轻松赚钱的“黄金时
代”已经结束。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
员邵挺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和
中国经济，都已经进入一个新阶
段，即“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区域
结构差异扩大”。

走向“新常态”的房地产市场，
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将是一幅怎样的
走势图？从当前来看，银行房贷新
政、央行降息等政策出台，给房地产
市场注入了“强心剂”，自10月份以
来，冷清的楼市有了些许变化，部分
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有所回升。

楼市是否会全面回暖？部分
专家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
认为，由于不少城市库存依然高
企，加之土地消化周期过长，需求
过度透支，房价调整尚未到位。因
此，市场短期回暖不具可持续性。
就中长期而言，专家认为，从全国
的房价收入比、户均住房套数、居
民收入增速等指标观察，中国房地
产市场仍具备平稳发展的条件。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说：“一二线城市，楼市资金面将
明显好转。三四线城市因为库存
绝对值过高，即使信贷刺激，出现
全面回暖的可能性也不大。”

走势图，如何描绘：
全面回暖可能性不大

预计未来物价仍然温和上行

为“新常态”下调控留出空间

三大因素致CPI涨幅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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